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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正会见法国客人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记者刘华）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韩正19日在中南海紫光阁会见了法国国务部长兼生态转型与团结部长德吕吉。
韩正表示，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高水平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务

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主席与马克龙总统就双边关系、重大国际问题
进行深入交流，达成广泛共识。中方愿同法方共同努力，落实两国元首共
识，推动中法关系迈上新台阶。中方高度重视生态环境领域国际合作，希望
与法方加强在生态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的对话
与交流，携手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

德吕吉表示，法中关系长期友好，法方珍视两国合作成果，愿在气候变
化、环境保护等领域深化法中务实合作，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11月20日，国务院在中南海举行宪法宣誓仪
式。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监誓。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和 《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
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2018年 4月至 10月国务院任命的 40个部门和单位的
59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

上午11时，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肖捷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
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
誓人在后方列队站立，跟诵誓词。

宣誓后，李克强要求大家忠于宪法，依法履职，实干担当，清廉自守，
勤勉尽责做好本职工作，尽心竭力为群众办好事、解难事。全面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增强“四个意识”，不懈奋
斗，保持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交出经得起人民和历史检验的答卷。

国务院副总理韩正、胡春华、刘鹤，国务委员赵克志，以及国务院有关
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仪式。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李克强总理监誓

11月 19日，“科学”号科考船从青岛西海岸新区起航，赴西太平洋维护
升级中科院西太平洋实时科学观测网。本航次总航程约8500海里，预计2019
年2月初返回青岛。科学家还将运用多种观测技术和科考设备，在科考海域开
展多学科、多尺度、多水层综合观测，并新布放一批潜标和大型浮标。

图为“科学”号科考船起航。 张进刚、王敏摄影报道

京张高铁清华园隧道贯通

“科学”号科考船起航赴西太平洋“科学”号科考船起航赴西太平洋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20日
同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0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巴友谊源远流长。中国是最
早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正义事业、最早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
织的国家之一，也是最早同巴勒斯坦国建交的国家之一。
建交 30年来，两国在诸多领域开展交流合作，取得丰硕成
果。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你一道努力，继续推

动中巴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中国始终支
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坚定支持
建立以 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完
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中方将推动巴以和谈，继续
为早日实现巴勒斯坦问题全面公正解决发挥积极作用。

阿巴斯在贺电中说，我为两国和两国人民间的传统
友好关系深感自豪，对中国在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及其事

业上发挥的突出和重要作用表示高度赞赏。巴勒斯坦人
民愿继续发扬同中方的传统友谊。我将一如既往地重视
和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以造福两国人民，实现共同愿景。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巴勒斯坦总理哈姆达拉
也互致了贺电。李克强在贺电中说，建交以来，中巴两
国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日益加深，各领域合作不断
拓展，两国关系积极健康发展。我愿同你一道，推动中

巴友好合作取得更大进展。中方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巴勒
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衷心祝愿巴勒
斯坦人民早日实现独立建国的梦想。

哈姆达拉在贺电中说，两国建交 30年来，中国向巴
勒斯坦提供了宝贵的支持，我们对此深表感激，愿继续
同中国政府加强和拓展双边关系与合作，实现广泛的共
同利益。

习近平同阿巴斯就中巴建交30周年互致贺电
李克强同巴勒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启动
据新华社昆明11月20日电（记者严勇、谢子艺） 20日8时，在中老缅泰

四国指挥官的共同指挥下，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编队驶离中国西双版纳关累
港，正式开始第76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

据云南公安边防总队通报称，此次联合行动为期五天四夜，总航程500余公
里。联合巡逻执法编队将在金三角水域开展“守望-2018”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
巡逻执法船艇阅兵暨水上联合反恐演练与警务实战技能汇报演练。编队还将
在老挝孟莫、班相果等水域开展水陆联合查缉、联合走访、禁毒宣传等行动。

为世界经济发展把握正确方向

面对历史大潮，如何才能为世界经济发展把
握正确方向？如何才能为国际社会找到有效治理
思路？习近平主席在主旨演讲中明确提出五点主
张：坚持开放导向，拓展发展空间；坚持发展导
向，增进人民福祉；坚持包容导向，促进交融互
鉴；坚持创新导向，开辟增长源泉；坚持规则导
向，完善全球治理。

“当前世界出现一股反全球化思潮，在此背景
下，中国作为经济全球化受益者和重要贡献者，其
积极拥抱全球化的态度受到世界瞩目。”美国丹佛
大学约瑟夫·克贝尔国际关系学院终身教授兼美中
合作中心执行主任赵穗生对本报记者表示，习近平
主席在主旨演讲中提出坚持开放导向的主张，实
际上体现出中国对经济全球化的引领作用。

泰国正大管理学院中国东盟研究中心主任汤
之敏注意到，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所阐述的五点
主张，其中的开放、发展、包容、创新是中国近
年来积极倡导的理念，规则导向是一个新的提
法。汤之敏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坚持规则导向
传递出多重信息，其中包含中国致力于遵守并维
护国际规则、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等意愿。

越南计划与投资部战略研究院原院长、经济
学家刘碧湖对本报记者表示，当前，一些国家在
面对风险和挑战时，选择奉行保护主义的做法，
这给世界经济发展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在这样
的背景下，是应该选择开放还是封闭？习近平主
席在演讲中重申了中国的选择，即要开放，因为
只有坚持开放才是发展经济的正确选择。

在菲律宾《商业镜报》专栏作家厄尼斯托·希

拉里奥看来，习近平主席就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
治理变革提出的五点主张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
体。坚持规则导向意味着任何国家都必须在全球
层面依照既定的规则行事，这有利于保持世界经
济的稳定发展。“我认为这五点主张适用于发展中
国家，同样也适用于发达国家，为世界经济发展
提供了清晰的路线图。”

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将惠及世界

回首40年改革开放历程，中国人民更加坚定
地认识到，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习近平
主席在主旨演讲中指出，面向未来，中国将以更
负责的精神、更开放包容的胸襟、更高质量的增
长，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为世界各国共同繁
荣作出更大贡献。

刘碧湖对本报记者表示，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
过 40 个年头，让中国经济社会方方面面发生天翻
地覆的变化，40年来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中国
主动融入世界的成果和体现，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主旨
演讲中所说：“中国的今天，是中国人民干出来的！”

赵穗生说，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
就，但在保持多年的高速发展后，经济发展遇到
一些阻力，这些问题只有通过加大改革开放才能
解决，才能不断拓展中国经济的发展空间。与此
同时，各国坚持开放合作对于全球经济的健康发
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将惠及世界，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

韩国檀国大学政治外交系教授金珍镐对本报
记者表示，中国对外开放把中国和世界连接起
来，极大带动了周边国家和整个亚太地区的共同
发展，同样也引导着世界经济向着更加开放的方

向前行。中国有句古话叫“天下为公”，中国的发
展一直秉持彼此尊重、相互交流、合作共赢的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样的理念在“一带一路”
建设中同样得到了体现。

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阳光大道

习近平主席在主旨演讲中强调，共建“一带
一路”是开放的合作平台，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
享的基本原则，没有地缘政治目的，不针对谁也
不排除谁，不会关起门来搞小圈子，不是有人说
的这样那样的所谓“陷阱”，而是中国同世界共享
机遇、共谋发展的阳光大道。

日本国际贸易投资研究所经济学家江原规由
对本报记者表示，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
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获得国际社会广泛
支持，反映出世界对中国声音、中国智慧的认同。

江原规由说，“一带一路”提出5年来，广受
欢迎，中国已经同 14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这是“一带一路”
倡议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最好证明。“一带一路”
倡议的“五通”和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则受到
国际社会广泛赞同。

金珍镐表示，近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作出
越来越重要的贡献，特别是中国以自身的不断开
放引领着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经过 5 年多的发
展，“一带一路”建设已进入新的阶段。期待中国
继续携手各国应对挑战，对未来亚太地区乃至整
个世界的发展发挥引领作用。

（本报华盛顿、马尼拉、河内、首尔、东京
11月20日电 记者吴乐珺、赵益普、刘刚、马
菲、刘军国）

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
主旨演讲引发国际人士热烈反响

引领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
日前，在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发表题为

《同舟共济创造美好未来》的主旨演讲，强调世界经济发展要坚持开放、发展、包容、创新、规则导向。接

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国际人士认为，习近平主席的主旨演讲为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清晰的路线图，中国正在

以自己的理念和行动引领经济全球化健康发展，不断扩大开放的中国将为世界繁荣作出更大贡献。

11月20日，全长6.02公里的京张高铁清华园隧道顺利贯通。据悉，京张
高铁清华园隧道是目前北京市内最大直径的盾构隧道，也是国内位于城区穿
越地层复杂、重要建筑物众多的单洞双线大直径盾构隧道，该隧道的贯通为
2019年底京张高铁全线通车创造了有利条件。

京张高铁全长 174公里，是国家重点建设项目，是 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
重要交通保障设施。 本报记者 史家民摄

新华社上海 11 月 20 日电
（记者王琳琳、董瑞丰） 造血干
细胞是血液系统中的“始祖细
胞”，它通过增殖、分化产生白
细胞等多类细胞维持生命。造
血干细胞需要成功归巢到造血
组织后才能发挥功能，而理解
归巢的全过程是提高临床干细
胞移植成功的关键。近日，中
国科学家在国际上首次直接观
测到造血干细胞归巢的完整过
程，有多项原创性发现。

该研究 20 日发表在国际知
名学术期刊 《自然》 上，由中
科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院潘
巍峻研究员带领其团队历时 6
年，整合活体免疫荧光标记、
遗传调控和图形重构计算等方
法，经过长时程活体成像统计
分析，发现了造血干细胞归巢
的热点区域、归巢微环境中特
殊的静脉微血管结构以及能够
识别并引导造血干细胞归巢的
新型细胞——“先导细胞”。

“造血干细胞归巢的真实过
程非常有趣。它会携带一种定
位作用的蛋白，在造血组织中
寻找最适宜生存的‘家’，也就
是归巢的热点区域。热点区域
的‘门口’会有‘先导细胞’
巡逻，成功识别通过后，造血
干细胞就会在‘家’中增殖、
分化。”潘巍峻说。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血
液科主任陈彤认为，该研究成果从根本上解析了造血干
细胞与骨髓微环境作用的状态，在造血干细胞移植以及
阻止肿瘤远处转移等临床治疗上有重要应用前景。

中科院生化细胞所研究员景乃禾表示，骨髓移植通
常会从供髓者中获取几千万个细胞，其中，造血干细胞
约有几百万个，而真正成功归巢的造血干细胞则更少，
客观上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细胞浪费。该研究有助于我们
深度认识造血干细胞与造血组织微环境相互作用的具体
机制。未来，骨髓移植就不再需要抽取如此众多的细
胞，可以大大提升移植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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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花楹盛开的阿根廷正值初夏，在首都
布宜诺斯艾利斯湛蓝的拉普拉塔河畔，中拉
媒体论坛洋溢着盛夏般的热情。

来自 20多个国家 200多名媒体人齐聚一
堂、畅所欲言，时而发出热烈的掌声。媒体在
中拉务实合作中应该充当怎样的角色？新媒
体合作如何打造中拉媒体传播新平台？虽然
与会者的语言不一、见解不同，但来自大洋两
岸的思想经过碰撞、交融，凝聚成了共识。

与会者认为，这场中拉媒体论坛不仅勾
勒了媒体深化合作的蓝图，也诠释了新时期
中拉媒体工作者肩上的新使命。

此次论坛主题为“深化媒体合作传播
助力打造中拉命运共同体”。在会场，深化
中拉媒体合作成为媒体人的共同呼声。

牙 买 加 《集 锦 报》 副 总 编 辑 阿 德 里
安·班克罗夫特·弗雷特曾在两年前参加了在
智利举办的首届中拉媒体领袖峰会。他说，
如果说第一次论坛让中拉媒体相互了解，那
么他期待此次论坛能使双方深化合作。

古巴拉美社总编辑内斯托尔·豪尔赫·马
林·班多莫在讲话中回顾了中国与古巴媒体
合作的悠久历史。他说，媒体合作给古巴带
来了技术支持和培训，助其发展壮大。

与会者还就如何具体实现深化合作积极
进言献策。中方多家媒体建议加强中拉媒体
人的交流互访和资源共享，得到了拉美媒体
的认同。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95.5电台新闻部主任
达莱·兰德尔·伊诺克认为，以论坛的形式进
行交流本身就是推进合作的重要方式，他呼
吁更多加勒比国家媒体加入进来。

当今世界，传媒业正处于大发展、大变
革、大调整之中。置身时代洪流中不进则
退，中拉媒体都深有紧迫感。

牙买加公共电视台首席执行官基思·埃
克尔斯通·坎贝尔表示，我们身处技术变革时
代。“技术变革不仅使新媒体技术有无限增长
潜力，它还改变了人们交流和分享的方式。”

他认为，传统媒体虽然不得不去应对新
技术带来的挑战，但同时也面临新机遇。

中国科技日报社副社长房汉廷说，如今
技术正向移动化、智能化不断发展，内容向
多元化、融合化不断转变，中国已经全面进
入移动传播时代。

与会者认为，变革是大势所趋，身处变
革大潮，人们无法让向前奔腾的河水倒转，
只能沿着它的方向校准航标、顺势而为。

如何应对这场时代洪流，与会者认为，
唯有携手合作，才能共赢。“面对技术革命
带来的对传统媒体的挑战，合作是唯一出
路。”智利《三点钟报》总编辑胡安·保罗·伊格
莱西亚斯·莫里说。

当被问及如何形容媒体在中拉关系中的
作用时，很多与会者选择“桥梁”一词。这
是中拉媒体人共同的情怀——媒体工作超越
了媒体自身，成为连接中拉人文交流的纽
带，推进务实合作的动力。

委内瑞拉《新日报》社长奥斯瓦尔多·塞
莱斯蒂诺·加西亚说，中拉之间应继续推动
文化、民心的交流，而媒体应在其中承担重
要责任。

《今日中国》 杂志社社长呼宝民说，媒
体要当好民间交往的友好使者，推动两种文
化的对话与交流，以文化拉近人心。

巴西金融资讯集团总裁若泽·胡安·桑切
斯则强调媒体在中拉务实合作中的作用。他
表示，中拉之间务实合作的潜力巨大，新闻
和信息是瞄准市场和机遇的重要工具。

“媒体可以引导中国投资流入机会领
域。丰富的高质量信息是任何决策的基本要
素，特别是涉及大量资金的时候。”桑切斯说。

与会者认为，当前中拉关系已经站在了
新的历史起点上，这为中拉媒体合作带来了
难得的发展机遇，而媒体合作又将助力中拉
关系长远发展。

（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11月 19日电
记者杨春雪、高春雨、倪瑞捷）

架起中拉人文交流合作桥梁


